
复绿后的荒山

连绵起伏的山包被绿意包围、碗口粗的杉木和楠竹迎

风伫立、石头缝里的枇杷树茁壮成长……元旦前夕，记者来

到隐水洞进口旁的通山县大畈镇隐水村，尽管天气寒冷，但

仍能感受植物树群在倔强成长，彰显着不屈的自然生命力。

村民们说，这绿意盎然的景象来之不易，凝结了村民李

七松毕生的心血。记者找到李七松，听取他与3000亩荒山

的故事。

绿意盎然的枇杷

李七松学习复绿技术

初衷：
让家乡山青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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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6岁的李七松出生在隐水村一个贫
困的家庭，兄弟姐妹10个，由于生活困难，家里
支撑不起众多孩子上学读书，导致小学还未毕
业，李七松就被迫辍学回家，承担起供养家庭
照顾弟妹的重担。

14岁起，李七松陆续当过棉絮店学徒、农
机厂工人、木材生意人、建筑小工头，头脑灵活
的他嗅到了改革开放的商机，1994年，李七松
跟随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辗转山西、唐山等地，
做矿井工人。随后，热心快肠的他带着一帮工
友，来到广东深圳、珠海等地做起了建筑工人，
6年的建筑工头生涯，让他积累了较为丰厚的
创业资金。2000年，他回到咸宁温泉，开启了
商品零售事业，目前，他在温泉经营了6家中小
型超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稳定，李七
松的乡土情结越来越浓，为故乡做一点事情的
念头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里。2014年春节，李
七松看到家乡的山头荒的荒，秃的秃，这让李
七松惋惜之余，突然找到了报效家乡的路子。

“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上山捡柴、下河捉
鱼，好山好水好林的印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
去。”李七松说，后来由于山林被无序开发，茂林
大树已所剩不多，山上大部分都是芭茅杂草，不
仅山火频发，部分山头已呈现石漠化特征。

“要让家乡重新恢复到以前好山好林的状
态，彻底告别年年烧年年荒的恶性循环。”李七
松打定主意，决心靠自己的力量让家乡旧貌换
新颜。

说干就干。当年2月，李七松成立隐水种
养合作社，流转荒山3000多亩，期限40年，并
专门请来县林业局的专家进行规划，在造林、
育林、幼苗抚育到防火线建设等方面制定了科
学全面的规划，为植绿复绿打下坚实的基础。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3日，记者用无人机拍摄的咸安区汀泗桥镇洪口新村场
面。去年开始，咸安区把洪口村作为乡村振兴的绿色样板
工程来抓，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进行高标准建设，并初具规
模。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2.85亿元，分三期建设，目前已

完成投资4600万元，其中一期古树群观赏区、园林绿化、现
代农业等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吸引不少市民前去观光，体验
休闲采摘乐趣。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40万人，
年收入超过1500万元。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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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
让枇杷流金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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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我感觉家乡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李七松虽
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通过学习时政知识，让他的
创业的底气越来越足，也更加坚定了植绿造绿的
梦想。在村民大会上，李七松提出，要紧紧抓住
隐水洞景区庞大的客流量优势，兴建水果采摘+
观光游览的田园综合体，想法得到广泛认同。

2016年开始，李七松立志将隐水枇杷做成
振兴乡村的主打招牌。一方面，李七松倡导将
村里的枇杷古树群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他把
村里70多户枇杷种植户吸收进合作社，扩大枇
杷种植面积。

“隐水枇杷有200多年的种植历史，2017年
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种植枇杷不
仅可以绿化荒山，还可以成为带民致富的主导
产业。”李七松说。为此，他不仅自己承包荒山，
在石头缝里种植枇杷，还主动钻研枇杷病虫害
防治技术，将学习到的技术义务教会村民使用；
同时，他积极对接扶贫办等部门脱贫项目，引进
最新品种的枇杷苗，免费分给村民种植。

在他的牵头下，2年多来，隐水村新发展枇
杷种植1000亩，枇杷露、枇杷膏等衍生产品正
在紧锣密鼓地研制中，上个月，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乡村振兴研究基地落户隐水村，开启了校
社合作新模式。

镇党委书记程刚说，隐水村是游客的集散
地，村里的山林、土地都事关通山旅游形象，在
李七松等有志之士的努力下，将大畈镇乃至通
山县的旅游形象提升到一个新等级。李七松
透露，未来 3年，李七松准备继续消灭荒山
1000亩，助推枇杷小镇建成营业，让枇杷产业
流金，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通山县隐水村村民李七松以愚公之志

誓让3000亩荒山披绿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徐世聪 阮金华

复绿：
让荒山披上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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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规划，但造林面临的困难让人望
而生畏——5个村民小组所在的8个山头，都是
150至300米的高山，山高路陡，挖机设备上不
去，交通不便导致整地异常困难；部分林地靠
近村里的公益林，为了保护红线，无法修建机
耕路上山，否则会破坏生态植被；有些常年荒
废的山头已经呈现石漠化特征，硬石裸露且分
布集中，复绿难度很大。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李七松仍然坚持初心
不动摇，自小聪明好学的他，通过一次次的上
山勘察以及外出学习，终于将这些困难一一解
决。

李七松发动村民投工投劳，利用肩挑背
扛、人工作业的方式，整地除草、洒药灭荒，挖
坑种树；针对石头裸露的区域，李七松将缓坡
的沃土调运回填，同时将秸秆、草灰等覆盖进
石缝中，并运来枇杷苗，见缝插针栽种。

针对过去林地无人管护导致引发山火的
状况，李七松聘请村里的贫困户担任专职护林
员，除草管护的同时，严防火灾发生；同时，为
了更有效减少山火发生，李七松一方面请专业
人员进行无人机打药灭荒，一方面，在各个山
头修建了防火带，目前防火线超过10公里。

“一个人力量有限，造绿工程投入巨大，我
也难一蹴而就。”李七松说，一年有一个变化，
打好基础最重要。

4年间，李七松坚持分步实施、集中突破的
原则，从灭荒、植树、管护、防火等程序亲力亲
为，夯实基础坚持植绿，如今，他个人共投入资
金300万元，栽植杉木、松树、楠竹、枇杷等植物
将近60万棵，粗的幼树胸径近十公分，其中见
缝插针石漠化治理造林栽植的200多亩枇杷已
挂果受益。据测算，4年间，李七松凭借一己之
力，消灭荒山近2000亩，并从未发生一起山火
烧林现象，往日光秃秃、荒芜破败的山头重新
有了生机，绿意盎然的环境正在逐步恢复。

嘉鱼县高铁岭镇

开展“厕所革命”验收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郭袁报道：近日，高铁岭镇成立“厕所

革命”预验收工作专班，深入各村湾，对该镇前期完工的
880座户厕进行初步验收。

此次预验收工作严格按照《湖北省“农村厕所革命”验
收办法》标准进行，除检验施工质量外，还重点对户厕粪污
分流情况进行检查。在实地查看过程中，该镇要求专班成
员、村干部、施工方三方人员一同逐户走访，发现问题，限期
整改到位，确保工作质量过关，群众认可。

“截止目前，我们已完成九龙、广济堂两个村预验收工
作，现场发现的问题已要求相关村在一周内整改到位，预验
收完成后，我们将对不达标户厕进行回头看，确保完工厕所
全部达标。”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赤壁市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全年优良率达81.4%

本报讯 通讯员徐冬报道：近日，据咸宁市环境保护局
发布的《市环保局关于全市2018年水气、水环境质量相关
情况的通报》显示，2018年赤壁市优良天数达285天，优良
率81.4%。全年环境空气PM10年平均浓度较2017年同
期下降1.7%；PM2.5年平均浓度较2017年同期下降8.6%；
SO2年平均浓度较2017年同期下降10%。

2018年，赤壁市紧紧围绕“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深
入贯彻落实咸宁市委、市政府关于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积极开展禁烧、禁煤、禁鞭，非煤矿山治
理、扬尘治理、机动车治理“三禁三治”专项行动，持续发
力，推进大气环境治理；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整治，推进“小
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持续加大
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依法实施排
污许可证制度，引导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落实2018
年错峰生产计划，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通过积极行动，
采取有效措施，精准控制污染物排放，全市空气质量改善
再上新台阶。

通山县黄沙铺镇

全力发展生态农业
本报讯 通讯员陈洪安、王程海报道：一条条进村入

户的村组公路整洁如新，一茬茬翠绿的生态林苗长势喜
人，一棵棵挺拔茁壮的松树迎风而立……近日，走进省级
绿色示范村--通山县黄沙铺镇新屋村，处处是一幅幅喜
人的画面。这是该镇坚持绿色发展的成效。

黄沙铺镇紧紧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战略，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该镇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指导，
有序推进土地流转，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良好势头，为群众脱贫奔小康开辟了新路子。

该镇结合其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特征，大力推广经
济作物种植，如油茶、蔬菜、桃子等。目前，境内油茶种植
面积2万多亩，蔬菜种植面积2000亩，桃子种植面积500
亩，另外还有种植猕猴桃、红心火龙果等，经济作物种类
逐渐增多。

崇阳县青山镇

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邹辉报道：近日，从崇阳县获悉，青山

镇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让城区居民饮上放心水。
青山水库是崇阳城区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地，青山镇

把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当作一件大事长期来抓，形成
强大合力，推进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工作，营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

近年来，青山水库大坝周边部分居民缺少正确的引导，
直接将生活污水排放到青山水库，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水库
水生态系统和饮用水源的安全。

为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青山镇设立水库村居民污水
处理工程建设指挥部，拟投资200万元建设污水管网，结合
正在实施的“厕所革命”，对水库村104户居民的生活污水
进行集中收集，集中处理。同时，该镇加强宣传和联合执
法，水库周边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谁为咸宁环保“代言”？

我市征集集体个人参评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员明聪报道：9日，记者从市

环保局了解到，湖北省第五届环保政府奖即日起开始申报，
我市现面向全市范围征集集体和个人报名参评。

第五届湖北省环保政府奖奖项分为集体和个人两个类
别，名额均不超过10名。申报集体奖的范围为全市党政机
关及其所属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个人
范围为全市居民、在咸工作人员（不含副厅级以上单位和干
部，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申报采取地方政府推荐、第三
方推荐或自荐方式进行。

据了解，凡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重大
贡献且成效显著，环保科技研究达到国际或全国领先水平，
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对推动政府
解决重大环境问题、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取得
重大成绩的集体；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环
保创新和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积极承担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长期从事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工作的个人，均可申报省环保政府奖。

目前，我市已成立咸宁市环境保护政府奖评选表彰领
导小组，正式开始接受申报，可向当地环保部门咨询申报事
宜，申报截止时间2019年2月15日。


